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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认知视角构建创业环境、创业认知和创业意向的理论模型，探索创业环境、创业认知对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层面创业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作用路径

不同。社会网络支持对创业意向既有直接影响，又借助创业认知产生间接影响; 宏观环境通过创业认知间接影响创

业意向; 创业认知在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应开展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宣传，优化创业宏观

环境，加大创业培训，从而提升返乡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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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的主力，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发

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政府不断优化

创业环境，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较少，总

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创业意向

是指引创业者追求特定目标并投入大量注意力、精

力和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个体创业首先应有创业

意向，后续才有创业决策和创业行为，要促进新生

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必须激发他们的创业意向。学

者们普遍认为创业环境会对个体创业意向产生重要

影响，但是对在外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宏观

环境和亲朋等社会网络支持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环境

究竟哪一个会对其产生影响，以及其具体的影响路

径方面的研究却仍然缺乏，因而无法真正解释创业

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产生作用的原因

和过程。创业活动由创业个体实施，而创业认知是

创业者对自己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资源和能力的评估，

从认知视角来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创业的产生和

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班杜拉［1］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 “行为、

个体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个体

是指人的思维、认知、情感和自我评价等方面因素，

行为因素分为潜在行为和实际行为，环境则是指个

体之外的所有因素总和。环境、个体与其行为三者

之间互为因果，互动影响。这一理论真实再现了人

与环境的关系，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广泛运

用于各个领域人的行为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环境

视角和特质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影

响因素。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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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潜在行为，不仅受家乡创业环境所影响，也与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返乡创业的认知、评价等内驱

力有关。运用三元交互决定论，分析返乡创业意向、

环境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可以全面而合理地体现新

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 一) 创业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

创业环境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会造成影

响的所有外部因素的组合。蔡莉等［2］认为政府与市

场是中国情境下创业不可或缺的因素。政府提供相

关项目的引导，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识别商机，

调动他们返乡创业的积极性; 调节税收的相关政策，

可以降低农村新创企业的税率，有利于新创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对于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有很大的吸

引力; 政府金融方面的支持有利于提升农民创业意

愿。农民工对政府总体支持力度的满意度越大，其

返乡创业的倾向就越强烈。张宏如等［3］的研究也证

明家乡创业资源、创业产业基础和创业区位的基础

设施水平越高，返乡农民工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动机

越强。对文化环境的研究发现，良好的文化与社会

规范，可以影响创业者对创业的感知和态度。如果

社会对创业失败比较宽容和理解，会给予创业者心

理支持，打消他们开展创业活动的顾虑。先前返乡

创业者的生存状态、培训服务能够减少新生代农民

工对于自身能力不足的担忧，增强他们的信心，提

高他们开展创业的意向。综合以上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H1: 宏观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具

有正向影响。

家人和亲戚朋友的支持也会对返乡创业意向造

成影响。张秀娥等［4］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

务工，社交圈子多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对亲人、

老乡和朋友的依赖极为强烈。他们会利用从亲朋好

友等微观网络获取的信息，对返乡创业作出一个较

为理性的评价。家人和亲朋对于返乡创业的态度直

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有亲戚或朋友创

业的个体，受创业文化熏陶较多，潜移默化中对创

业有更多了解，创业知识与技能也往往更多，创业

意愿可能更强。除了情感支持，家人和亲戚朋友还

能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资金、人力资源、

关系网等创业不可或缺的资源支持，使得创业更有

保障，这些都有利于新生带农民工创业意向提升。

提出如下假设:

H2: 社会网络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

向具有正向影响。

( 二) 创业环境与创业认知

张秀娥等［5］将个体创业认知分为准备认知和能

力认知。准备认知是个体对信息、技术、社会资本

等各种资源利用的思考和判断; 能力认知是创业者

对自身技能、知识、态度、机会把握等的思考和判

断。环境作为资源的蓄水池，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

提供创业准备; 政府政策会影响创业者的机会感知

和收益感知; 经济条件、基础设施会正向影响创业

者对创业准备和创业能力的认知; 文化价值观通过

影响文化环境从而影响创业认知。对于年轻的创业

者而言，创业教育对于个体创业态度和创业能力的

影响极大。社会网络的资源、规范和社会认同机制

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身边亲

戚、朋友、同学、同事提供的信息会比社会信息更

可靠、更有操作性，他们会更加严肃地依据这些信

息对返乡创业做出评价和认知。此外，创业者还可

以从亲朋网络获得助力、资源和情感支持，从而为

返乡创业提供更好的准备。提出如下假设:

H3a: 宏观环境对创业准备认知具有正向影响;

H3b: 宏观环境对创业能力认知具有正向影响。

H4a: 社会网络支持对创业准备认知具有正向

影响;

H4b: 社会网络支持对创业能力认知具有正向

影响。

( 三) 创业认知与创业意向

创业认知可以帮助个体判断自己是否有能力完

成创业活动。韩力争［6］的实证分析表明个体的创业

资源准备认知、能力认知对创业动机有显著影响，

个体一旦判断自己能够把握创业机会，其自我效能

感就会增强，创业意向也会加强。对于新生代农民

工而言，返乡创业是一个重大决策，他们在决策之

前会充分考虑自己是否具备了创业所需的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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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源等，是否拥有创业的能力。提出如下假设:

H5: 创业准备认知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H6: 创业能力认知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 四) 创业认知的中介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通

过自己的观察、体验和与亲朋网络的互动，获取了

返乡创业的相关信息，可以对返乡创业的条件和机

会作出一个评价。宏观环境和中观家庭的支持还会

让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创业总体能力进行合理认

知，这些评价和认知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准

备创业以及什么时候创业。从因果逻辑关系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对创业的准备认知和能力认知源于创

业环境，而创业认知又是创业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创

业认知这个变量实现的，即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创业

环境得到信息、资源和其他支持因素，这些因素有

助于他们衡量自己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有利于提升

创业意向。提出如下假设:

H7: 创业认知在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中

起中介作用。

H7a: 创业准备认知在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

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7b: 创业能力认知在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

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说明

(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即 1980 年及

之后出生、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 6 个月及以上、常

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2018 年 5 月

课题组先在厦门新生代农民工中进行预调研，根据

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完善。2018 年 7－8 月，课题

组选取来自福建不同地市的调查员，由他们向本地

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网络问卷 422 份，剔除非新生

代农民工和户口已经在城市的样本，符合要求的有

效问卷 319 份，网络问卷的全部题项为必答题，回

收问卷没有遗漏题项。从样本数据可以看到，80 后

和 90 后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力军，人数占比达到

90%。86. 8%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福建的福州、

泉州、厦门等经济发达的城市或是漳州、龙岩等地

区级城市务工，13. 2%在外省城市务工，主要从事

零售、餐饮、物流等服务行业。47. 3%的新生代农

民工户口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和宁德

等沿海地区的农村，52. 7%的户口在龙岩、南平和

三明等内陆地区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普遍比较高，80%以上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且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技术特长，80%以上新生代农

民工的收入高于 2 000 元，接近 30%的高于 5 000

元。具体样本特征见表 1。

表 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Tab.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样本特征 项 目 样本数 /人 占比 /% 样本特征 项 目 样本数 /人 占比 /%

性 别

出生年

行 业

月收入

女 156 48. 9

男 163 51. 1

1980－1989 年 120 37. 6

1990－1999 年 169 53

2000 年以后 30 9. 4

第一产业 15 4. 7

第二产业 43 13. 5

第三产业 261 81. 8

＜2000 元 70 21. 9

2000～5000 元 153 48

5001～8000 元 60 18. 8

＞8000 元 36 11. 3

婚姻

学历

技术

工作

地

户籍

未婚 191 59. 9

已婚 128 40. 1

初中及以下 63 19. 7

高中或中专 130 40. 8

大专 99 31

本科及以上 27 8. 5

无 121 37. 9

有 198 62. 1

本省城市 277 86. 8

外省城市 42 13. 2

沿海农村 151 47. 3

内陆农村 168 5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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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变量与测量

本文量表采用李克特 7 分量表进行测量，其中，

“1”表示“完全不符合”， “2”表示 “不符合”，

“3”表示“有些不符合”， “4”表示 “不确定”，

“5”表示“有些符合”， “6”表示 “符合”， “7”

表示 “完全符合”。各变量具体测量题项如下: 1.

创业宏观环境。分为政策支持环境、经济市场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3 个维度，参考王勇［7］所用的量表，

确定每个维度题项。其中政策支持环境有 3 个题项，

包括 “家乡政府为返乡创业提供优惠” “家乡政府

出台法规文件支持和保障返乡创业” “返乡创业可

以获得资金支持”; 经济市场环境有 2 个题项，包括

“家乡有创业的市场机会” “家乡有创业的产业基

础”; 社会文化环境有 3 个题项，包括 “家乡文化

鼓励创新创业” “家乡开展返乡创业教育和培训活

动”“家乡返乡创业氛围浓厚”。2. 社会网络支持环

境。参考胡宜挺［8］的研究，测量题项有 3 个，包括

“家人支持我返乡创业” “朋友支持我返乡创业”

“身边有返乡创业成功的效仿对象”。3. 创业认知。

借鉴方卓［9］的研究，将创业认知划分为创业准备认

知和创业能力认知两个维度，准备认知有 3 个题项，

包括 “我具有创业所需物质资源” “我具有创业所

需关系网络”“我具有创业所需资金”。能力认知的

题项有 3 个，包 括 “我 能 够 准 确 识 别 潜 在 机 会”

“我能够快速对事情进行判断并作出决策”“我能够

对企业开展经营管理”。4. 创业意向。参考 Chen

等［1 0］的创业意愿及创业可行性量表，包括 “我对

返乡创业非常感兴趣”“我有考虑过返乡创业”“我

积极准备返乡创业”和 “我会尽快开启返乡创业”

4 个题项。

三、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 一) 信度和效度检验

采用 SPSS24. 0 软件对量表进行检验。对量表进

行 KMO 值分析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整体 KMO 值为 0. 934，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

7 175. 897 ( 显著性水平为 0. 000) ，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采用提取主成分和最大方差法，因子载荷绝

对值设置为大于 0. 45，旋转得出七个因子，对总方

差的解释能力为 88. 103%，各量表题项因子载荷都

在 0. 85 以上，选取 Cronbach’ s α 系数对量表进行

信度检验，各构面量表的信度值均在 0. 9 以上，说

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

由表 2 可知，各潜变量的 AVE 值均＞0. 6，表明

量表具有较高收敛效度。通过比较各潜变量 AVE 值

的平方根和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来进

行区别效度检验。由表 3 可知，各个潜变量 AVE 值

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

说明各个潜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 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 模型适配度

将政策支持环境、经济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

境整合成创业宏观环境二阶模型，研究创业宏观环

境、社会网络支持环境、创业认知和创业意向之间

的关系。使用 AMOS24. 0 软件对模型进行验证，得

出的模型整体适配度较好，拟合指标各项值如表 4。

2. 假设检验结果

模型最终结果如表 5 所示。宏观环境与创业意

向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049，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假设 1 未得到证实; 社会网络支持与创业意

向之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200，在 0. 01 的水平上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网络支持水平越高，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越强，假设 2 得到了证

实; 宏观环境对准备认知和能力认知均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40 和 0. 406，

在 0. 00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创业宏

观环境越好，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的准备认知

和能力认知水平就越强，假设 3a 和 3b 得到了证实;

社会网络支持对准备认知和能力认知均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535 和 0. 267，

在 0. 00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创业社

会网络支持水平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的

准备认知和能力认知水平就越强，假设 4a 和 4b 得

到了证实; 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准备认知对返乡创

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

0. 244，在 0. 00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准备越充分，创业意向越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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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5 得到了证实; 能力认知对创业意向也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 0. 426，在 0. 001 的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

己创业能力认知水平越高，返乡创业的意向越强，

假设 6 得到了证实。

表 2 量表信度和效度分析

Tab. 2 Ｒeliability and validity

表 3 AVE 区别效度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AVE differential validity

潜变量 AVE 宏观环境 创业意向 能力认知 准备认知 社会网络支持

宏观环境 0. 731 0. 855

创业意向 0. 838 0. 618 0. 915

能力认知 0. 691 0. 584 0. 716 0. 831

准备认知 0. 810 0. 723 0. 699 0. 661 0. 900

社会网络支持 0. 877 0. 740 0. 659 0. 557 0. 784 0. 936

注: 对角线粗体字为 AVE 之开根号值，下三角为构面之 pearson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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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拟合指标

Tab. 4 Model fitting indicators

配适指标 χ 2 χ 2 /df NFI ＲMSEA SＲMＲ TLI CFI

理想要求标准 愈小愈好 ＜5 ＞0. 9 ＜0. 08 ＜0. 08 ＞0. 9 ＞0. 9

模型拟合度指标 504. 954 2. 853 ( df= 177) 0. 931 0. 076 0. 046 0. 946 0. 954

表 5 模型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

Tab. 5 Path coefficient of model and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假设 检验结果

创业意向 ＜－－－ 宏观环境 0. 049 H1 不支持

创业意向 ＜－－－ 社会网络支持 0. 200＊＊＊ H2 支持

准备认知 ＜－－－ 宏观环境 0. 340＊＊＊ H3a 支持

能力认知 ＜－－－ 宏观环境 0. 406＊＊＊ H3b 支持

准备认知 ＜－－－ 社会网络支持 0. 535＊＊＊ H4a 支持

能力认知 ＜－－－ 社会网络支持 0. 267＊＊＊ H4b 支持

创业意向 ＜－－－ 准备认知 0. 244＊＊＊ H5 支持

创业意向 ＜－－－ 能力认知 0. 426＊＊＊ H6 支持

注: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3. 基于 Bootstrap 的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 AMOS24. 0 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选

择 95%的置信区间，Bootstrap 运行 1 000 次，表 6

是形成的中介效应分析表。准备认知中介效应、能

力认知中介效应、总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分别为

0. 236、0. 359 和 0. 595，Z 值分别为 1. 605、3. 626

和 2. 888，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非参数百分位和

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也均不包含 0，表明创业准备

认知、创业能力认知的中介作用和总中介作用显著，

总中介效应大小在 0. 319～1. 181 之间，假设 7、7a、

7b 得到了证实。总直接效应的点估计值为 0. 263，Z

值为 1. 448，非参数百分位和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

都包含 0，说明总直接效应作用不显著。总效应的

点估计值为 0. 857，Z 值为 6. 035，非参数百分位和

偏差校正后的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创业环境

对创业意向影响的总体效应显著，总效应大小在

0. 611～1. 1865 之间。

表 6 中介、直接和总效应图

Tab. 6 Intermediate，direct and total effect dia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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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三元交互决定论为基础，着重分析创业

认知视角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及

其作用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对不同

层面创业环境、不同类型创业认知和新生代农民工

的返乡创业意向之间的假设关系做出了验证。

不同层面创业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

向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显著程度不同。正式制度环境

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非正式制度环境显著影

响创业意向。政策支持、经济市场和社会文化等宏

观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没有产生显著

直接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在城市

务工，每年返回家乡的时间有限，对家乡的创业宏

观环境情况了解有限，不会轻易产生创业意向; 社

会网络支持则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产生显

著影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亲朋好友与新生代农民

工长期保持紧密联系，他们传递的家乡创业信息会

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视，社会网络还往往会为新

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的资源保障、情感支持，从而

有利于他们创业意向萌发，另一方面在家乡有亲人

需要照顾也会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创业环境对返乡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离不开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认知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表明

创业环境对返乡创业意向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是

由于创业认知的中介作用显著，最终环境也显著影

响了创业意向。这可能是因为创业是一种高风险的

行为，环境虽然会起到感染作用，却不足以让新生

代农民工做出返乡创业的决策。由于返乡创业对于

新生代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都将带来巨大的生活改

变，他们在考虑返乡创业时会特别谨慎。良好的宏

观创业环境和社会网络支持环境，一方面为新生代

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机会、资源方面的创业准备，另

一方面也为他们创造条件，提高创业能力，增强创

业信心。新生代农民工在综合衡量现有环境下自己

对创业的准备情况和创业能力之后，会对返乡创业

和留城务工进行比较，如果觉得前者对自己比较有

利，就可能考虑返乡创业。由此可见，对新生代农

民工而言，创业非冲动之举，是一种对现有环境做

出认知的理性思考决策。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深入基层开展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宣传。由于

社会网络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和创业

认知有重要影响，政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

业宣传和教育要深入农村基层，让每一个家庭都了

解返乡创业的政策，充分发挥当地创业榜样的示范

作用，通过同乡网、微信群等社会网络传播返乡创

业信息，一方面提高在外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返

乡创业的认知，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对

返乡创业的认知，从而增加对自己亲人朋友返乡创

业的支持，最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向。

优化宏观创业环境，增强创业认知，促进新生

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提升。继续优化创业政策环

境、经济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新生代农民

工返乡创业提供项目、资金、产业、技术和网络的

支持，做好创业的前期准备，这些可以为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准备，从而激发他们的创业意向。

帮助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机会识别、管理

方法、团队等关键制约性难题，增强他们的信心，

打消他们的顾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开展创业教育和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能力的认知影响到创业的

意向，开展创业教育和培训有利于提高创业能力。

创业教育的内容可以按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分阶

段嵌入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课程体系中，从小培养

学生的创业意识。为有创业意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开

设电子商务、休闲农业开发等适合返乡创业的培训

课程，定期举办各类创业企业运营管理提高班，满

足不同创业阶段创业者需求，从而最终提高新生代

农民工整体创业能力，促进更多的返乡创业实践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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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College of Management; b. College of Economics，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and

its action path.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different level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have different paths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intention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network support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Macro environment

indirectly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ocial

network － based entrepreneurship public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optimize the macro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rease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so as to enhance the intention of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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